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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？》

内容概要

学习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大从人类起源，小到个体生命的结束，学习都贯穿始终，并对个人及社会产
生着持续且深远的影响。那么，我们为了什么而学习？东西方学习的动机有什么区别？什么样的学习
才是好的学习方式？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在怎样学习？存在哪些同与不同？谁才是最会学习的人？
未来的学习方式应该是怎样的？
为了回答这些简单却又极具深度的问题，韩国KBS电视台特别制作了《Homo Academicus》这一全球大
企划纪录片。《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？》由这部纪录片而来，致力于探寻不同文化圈之间不同的学习
目标和方法，进而解答“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”这一问题。
通过透视各个文化圈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，了解这些元素对各国不同学习模式的影响，《怎样才是
最好的学习？》深入剖析了东西方的学习差异和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。并在最后指出，人们梦想
的能够实现快乐学习和幸福学习的方法，即人们未来应该追求的真正的学习，其实就是和别人一起做
，无论是做什么。
阅读《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？》，你不仅能了解各国的学习现状，还能看到通向未来的学习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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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<泛读，樊登读书会>最有感触的地方是犹太人教育小孩的方法。"他们只是诱导孩子进行自发性的
学习，就算是高考，也会按照这一原则。他们认为强迫性的教育方式对子女的学习没有任何帮助，只
有充足的睡眠才是提高孩子学习能力最有效的方法（精力管理）。也不会要求孩子一定要考入名牌大
学，只要为孩子营造舒适的学习环境，并不断鼓励他们就好了（我们就是太注重考入名牌大学这个结
果，很多事情都本末倒置了）。犹太人不会干预子女的行为，而是会进行细致的观察，诱导孩子理解
自己想要传达的意思。所以犹太人擅长自我思考、自主决定的自我主导型学习，自尊心也非常强。"不
可否认，名牌大学的资源可以让孩子更有机会往上发展。但是把孩子培养成只会死记概念不懂变通、
没有兴趣爱好父母说对就业就帮助就学下去的人，并不是什么好事。过程对了结果差不到哪去
2、一直以来大家眼里嘴上注意着说着的都是韩国人怎么怎么奇葩，原来上学时期也没特别注意过：
在首尔的无噪音自习室形式的咖啡馆永远人气最高，1月1号去晚两个小时照样排不上位子；教宝书店
的软硬件非常先进自由度很高周末全是并肩站着读书的职场人；24小时咖啡馆通宵学习上网科自我开
发的大有人在。看你的关注点在哪儿了，不可否认这是一个一直在不停学习的民族，我喜欢他们这一
点。
3、[cp]#读一千本书#No.26《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》。对比了东西方学习方式的差异，还有学习动机
的不同。发觉自己要调整的方向也还有很多。除了专注之外，热情与兴趣或许是目前最欠缺的了
。[/cp]
4、可以了解不同文化的不同学习方式
5、明确了我脑内东西方两种思维模式反复交替的症状。
6、路上听的樊登读书会:那些把不学习就妄想成为天才的，不是天才，要知道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在
辍学创业的前提是他们本身就是名牌大学的学生。最后叔本华那句话说得好，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是
普通人为了自己的贪欲而学习，而天才是为了学问而学习。但是如果你不学习，连普通人都不能当，
只能当个XX了。
7、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，天才和普通人的差别在于两者对待学习的态度不同，普通人学习是
将其当作自己出人头地和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的手段，而天才学习是因为他们对学问本身感兴趣。
8、生命不息，学习不止。
9、2016-2 通过介绍世界部分国家学习热，分析犹太人、东方人、西方人教育特点（东方人：揽下家国
责任，相信努力有回报，关注弱项，害怕落后，摆脱贫困。犹太人：积极参与并以身作则重视以价值
观为主的家庭教育，独立教育）得出东方人关注集体关联性，西方人重视个人独立性的结论。通过学
习特点分析了国家文化（说为中心和听为中心的教育模式，求知型和灌输型学习模式，个人争论和集
体和谐文化意识，讨论交流和探索内心的角度区别）。最后得出重视提问和表达的交流和协作式学习
才是未来趋势。并用几个名校的成功教学模式进行了旁证。
对各国教育的深度分析不够，结论推导勉强，但是值得深思。
10、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？韩国竭尽全力的全民竞争，周末都报满补习班式学习；中国高考、陪读，
清华学生以天下为己任；日本两级分化，强的非常强东大早稻田学生可以抛上天而那些落考者则更多
是放任自流；印度为身份和阶层而学习。这些是东方国家的差别，东方与西方差别是东方侧重记忆、
努力，西方讲究讨论、分享和兴趣。
书中着重提了犹太人，犹太人重教育，他们认为只有脑袋里的知识和智慧是别人抢不走的，他们认为
足够的休息才能保证聪明，他们每周末都会有家庭聚餐，是真的聚餐：家人会在一起品尝美食，谈论
新鲜事物，唱歌跳舞等；犹太人也重视讨论，与之类似的有美国的一个高中，扎克伯格就是从这所高
中毕业的，他们有一个圆桌学习法，就是让学生就着一个论题去想办法成立小组，学会自主找资料和
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或者是获得其中的知识。——读书会
11、1.为了家人、社会和国家的学习，为了成功的学习，努力终会有回报；因为兴趣、为了自己发展
的学习。2. 以负面评价为动力，以正面评价为动力。3. 听讲式的学习，讨论式的学习。
12、浮光掠影，走马观花....
13、樊登速读。感觉就是个社会调查，一般
14、晚饭后打算刷一眼过去，没想到就坐那刷了三小时。里面提到的法国的中学必考的哲学考试每年
都会变成公众的一个哲学课题进行讨论，这种情况不禁觉得中国的高考作文题目每年也都会引起公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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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讨论，而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
15、从樊登读书会了解到的， 这样的一种纪实手法的、基于现实情况的研究学习的方法，是我所喜爱
的。 想想犹太民族家庭式的教育氛围， 法国的哲学思辨， 美国精英教育的经营感（因此他们学习起
来比别人更加玩命）， 中国清华学生的以天下人为己任的使命感，印度的背诵，日本的匠人精神，这
些都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。
16、匆匆翻阅，X。总被标题吸引的烂书。
17、2015年让我读完的第一本书 也给了很大启示 
18、对比几个国家不同文化下的学习方式，东西方有各自的特点，比如东方人更注重约束勤奋，西方
人更注重交流讨论。给我的启发是要以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新的思想和观点。
19、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造成学习动机及结果的不同 东方的背诵学习与西方的讨论式学习如果能结合相
信就算是完美的学习
20、像纪录片一样，主要是介绍各地方的学习方式方法。
21、唯一的有收获的就是看了世界各国的学习，没办法，终究还是要走中国特色的这条路
22、普通人学习是为了家庭、考试，天才学习是为了深入了解探索
23、RC.天才和普通人的差别在于两者对待学习的态度不同，普通人学习是将其当做自己出人头地和
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的手段，而天才学习是因为他们对学问本身感兴趣。——叔本华
24、天才与普通人的差别，是二者对学习的看法不同：普通人学习知识是为了解决衣食住行，而天才
是为了知识本身的快乐。
25、FD读书会推荐

26、分享知识，交流协作
27、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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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书评

1、从樊登读书会了解到的， 这样的一种纪实手法的、基于现实情况的研究学习的方法，是我所喜爱
的。 想想犹太民族家庭式的教育氛围， 法国的哲学思辨， 美国精英教育的精英感（因此他们学习起
来比别人更加玩命）， 中国清华学生的以天下人为己任的使命感，印度的背诵，日本的匠人精神，这
些都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。
2、学习应该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金钱，不是为了父母的面子。获取知识本来就是非常快乐的事情
。东方的学习大部分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掺杂了太多的功利。当这些现实的目的达到了，学习也被
抛到九霄云外了。在读大学前中国的学生也许是最勤奋的，读大学以后中国的学生也许是最不勤奋的
。学习是快乐的事情，学习的过程是把知识内化的过程。死记硬背可以获得好的考试成绩，但是考试
以后知识依旧停留在书本上。依靠背诵的学习，容易让我们忽视老师的作用，真正的学生应该是师生
间互动，教学相长的过程。
3、这是书的末尾提出的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点，这点对于习惯于听讲、记笔记和背诵的东方尤其重
要。从古至今的经济方式以及文化和社会决定了各国的学习方式，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学习方式是好的
，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，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学习方式都有其可取之处，选择哪种方式，首先要看
哪种方式更适合你，其次要借鉴其它学习方式好的一面。拿中国孩子来说，听讲记笔记和背诵是必要
的，因为中文这种语言文字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积累，同时，我们要多增加讨论和交流协作，这不仅
是未来的学习之道，也是工作和生活之道。立足于自己的学习方式，借鉴西方的学习方式，我觉得是
中国孩子应该有的的学习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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